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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體育活動之安全管理 

前  言

學校體育活動是藉由師生身體活動

參與，達成教育目的之非正式課程，由

於進行活動時多數是在教室外的場所，

因此具有較多不可預測的因素，而形成

較高的潛在風險。由於學校教育旨在促

進學生身心發展，為避免體育活動造成

意外事件，防範運動傷害事件等潛在風

險，若能事前針對設施與運動場所做定

期維護與管理，並於活動前有效掌控危

險因子，應能降低意外事件發生的機會

（蔡秀華、蔡莉芬，2001）。

教育部為提升國民運動參與人口，

達到運動普及化之目的，在「國民體育

法」、「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運動設

施開放及管理辦法」等法令中，揭示學

校體育設施對外開放的準則，學校運動

場地成為在地社區民眾進行休閒運動的

場域，此政策促使學校運動場地也成為

一開放式空間（李坤培、鄭志富、蔡秀

華 、 陳 志 一 、 林 聯 喜 ， 2 0 0 5 ） 。 由 於

運動風氣日益興盛，各級學校更需重視

運動場館等活動空間的安全性，並實施

定期檢核，以確保使用者在參與體育課

或體育活動時，能有更加安全的運動環

境。

體育活動安全管理的意義與原則

體 育 活 動 是 指 學 校 正 式 體 育 課 程

以外，學校所舉辦的體育活動，如學校

運動會、班際球賽等。學校所辦理各項

體育活動所產生的功能，必須具備教育

的含意，希冀透過體育活動讓學生從中

學習自我管理與團隊合作之目的，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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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活動所產生的意義與功能，在積極

面：1.能從活動中厚植運動知識；2.從活

動中提升運動技術；3 .從活動中培養欣

賞能力；4.從活動中培養領導人才；5.從

活動中增進人際關係；6 .從活動中強化

道德觀念；7 .從活動中舒緩課業壓力；

8 . 從 活 動 中 涵 養 身 心 素 質 （ 張 少 熙 ，

2003）。

而學校運動競賽是體育活動的重要

賽會。競賽係指兩個人或多人為追求同

一目標，彼此對抗，互不相容。Coakley 

(1994) 認為，競賽是個人為了獎賞而在

相同的工作或事件的績效上，產生與他

人比較的社會過程（許樹淵，2003），

參與者在相同的情境或場域中，為追求

目標所產生競爭的行為。運動競賽本身

蘊含四種象徵性的含意：1 .象徵運動實

力 、 2 . 象 徵 國 力 、 3 . 象 徵 經 典 、 4 . 象 徵

公平公正（黃芳進，2010）。其所展現

的特徵為參與者在競爭場域中表現出的

個人的絕佳實力。依據「各級學校體育

實施辦法」第十四條指出：「各級學校

至少舉辦一次全校運動會。」由於運動

會本身存在高度的風險危機，且運動賽

會中多數的運動是透過高速的移動、肢

體的接觸以及使用輔助器材來進行競賽

活動，因而存在許多的潛在風險（鄭志

富，1994）。以1999年全國運動會划

船項目的裁判意外落水死亡事件、2001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射箭項目因場地

安全管理不當，造成射箭練習場一名選

手腦部中箭的意外為鑑（施秀賢、黃永

旺 ， 2 0 1 0 ） 。 彰 顯 體 育 活 動 安 全 管 理

的重要性，因此，學校體育活動需加強

賽會安全管理，並建立有效的安全管理

模式，以及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系

統 ， 以 避 免 學 生 發 生 體 育 活 動 意 外 事

故。即使是不幸發生意外，也能作最快

速的處置，降低因辦理體育活動而發生

的意外事件發生率。

安全管理的意涵，從字面上，「安

全（sa f e t y）」是指如何避免意外事件

的發生（Wettstone ,  1983）。體育活動

與競賽若能事先有完善的規劃，建立一

套安全管理（safety management）的模

式，較能減少意外事件的發生，即使在

未來發生一些意外疏失而引起運動傷害

的訴訟，有較高的機率將可避免（劉碧

華，1995）。

就 管 理 的 觀 點 又 可 稱 為 風 險 管 理

（r i s k  m a n a g eme n t），其定義為在風

險發生之前，事先加以評估與預測，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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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每一個評估過的危險性，建立一套

防範與傷害發生的處理方法（劉碧華，

1 9 9 5 ） 。 如 果 組 織 事 前 已 確 實 做 到 各

種「安全管理」上應盡的責任，不但可

降低活動發生運動傷害的機率，如有意

外 發 生 時 ， 也 可 降 低 行 政 管 理 上 的 責

任（Ch r i s t i a n  S e n ,  1986；Bu i sman , 

Tompson, & Cox, 1992），做好此舉不

僅保障運動管理行政人員，更是對愛好

運動者生命的尊重。

在學校體育課或體育活動蘊藏較高

的潛在風險因子，風險約分為下列：1 . 

場地設施與器材維護之疏失。2.  醫療器

材及醫護能力的不足，各運動場地的醫

療器材及醫護能力受經費及編制問題而

限制，發生意外時缺乏醫療器材或急救

處理能力。3.  未能建立一套有效風險管

理或緊急事件處理標準程序。4.  活動及

體育課管理不當（歐宗明，1999）。就

體育相關活動所需的風險管理至少應包

括：安全維護、意外防範以及完善的保

險政策，而針對風險管理有以下四種策

略：降低風險、轉移風險、保留風險、

規避風險（鄭志富，1994）。四種策略

的界定為：1.  降低風險：係指對於高發

生率，傷害程度較輕者，如擦傷、撞傷

等，可採取運動傷害防護研究的方法來

作為降低風險的策略；2.  轉移風險：係

指對於低發生率，傷害程度較高者，如

骨折、腦震盪等，可採取投保意外險的

策略；3.  保留風險：係指一些經常發生

的小傷害，採取事先告知來形成共識，

彼此承擔責任的策略；4.  規避風險：係

指對於經常發生，且一發生即造成嚴重

傷害的意外，採取停止或禁止活動的規

避策略。

體育活動與競賽之安全管理原則

學校體育活動與競賽之場地，事前

需進行檢視，其中運動設施是否完善更

是影響運動環境中安全性的重要因素。

至 於 各 種 體 育 活 動 的 場 地 安 全 管 理 原

則，根據Doughe r t y（1983）提出安全

管理的原則如下：

ㄧ、監督方面

1.所有活動皆必須有至少有一位合格的

專業負責人在場監督。

2.所有監督者皆必須具有合格的證書，

如教師證。

3.要特別注意沒有監督者在場的運動場

地，尤以高危險的區域更是需要注

意，如游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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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正在運動場地的監督者不能隨意離開

或忽略正在進行體育活動的參與者。

5.建立安全守則，並確保每人都能瞭解

其規範。

6.教師、教練及指導員必須徹底瞭解教

學的內容。

二、活動實施方面

1.事先擬定授課大綱，並將製作一份教

學紀錄檔。

2.事先對活動參與者進行前測。

3.受過重大傷害或疾病者，需依照醫生

的指示，予以適當的運動強度。

4.所有活動課程，必須至少有其備案。

5.確保所有活動參與者皆能遵守所有規

定。

6.應確保運動器材的完善，並無損壞或

故障，並且須要標示與安全有關的警

告標語。

7.不得穿著不適當的鞋子服裝進行體育

活動。

8.如運動場地有任何的危險性是無法消

除的，必須事先警告活動參與者危險

性的存在。

三、外在環境方面

1.嚴禁任何人使用未經安全檢核過的運

動設施或器材。

2.確保所有運動設施與器材具高度安全

性，且使用方法與操作說明書相同。

3.應標示所有具高度危險性的運動設施

區域。

四、常識判斷方面

1. 應定期舉辦與安全管理有關的研習

活動。

2. 確定急救器材與緊急通訊裝置能有

效的使用。

3. 應規劃一完備的意外事故報告表，

以詳加記錄事發過程與處理流程。

4. 避免使用不適當的編組，尤以會有

身體接觸的活動。

基於確保全體活動參與者的安全，

體育活動與競賽之安全管理原則必須在

監督、活動實施、外在環境與常識判斷

等四個層面上落實執行，依據各層面的

重要的原則，確實檢視。在執行實務的

人員無論教學者（指導員）、監督者、

行政管理者、活動參與者，若進行體育

活動時皆能遵守以上四個層面的原則，

則能有效降低潛在風險的發生率，讓參

與者在安全的環境下進行活動，進而達

到舉辦體育活動與競賽的功能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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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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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活動與競賽之安全管理範圍

學校中影響體育活動安全的因素包

括：學生自我本身、課程安排、場地設

備 與 天 氣 等 因 素 （ 陳 顯 宗 ， 2 0 0 1 ） 。

因此，學校體育活動的危險因子如能確

切的掌握人為與場地器材等因素，較能

有效的預防意外事故的發生，以提高對

潛在風險的防範（劉耀益，2005）。一

般體育活動的潛在風險來源，可歸納為

人員的疏忽、場地設施與器材維護的疏

失、醫療器材及醫療能力不足、無完整

的風險管理計畫、行政單位不配合，以

及教師與學生的危機意識不足等（鄭志

富，1998）。因此，就學校體育活動而

言，在實務面，活動風險來源可分為：

活動性質、場地設施、器材、運動參與

者等。

一、活動性質

體育活動的內容相當廣闊，程度的

高低亦有所差異，因此，在進行體育活

動時，運動參與者應考量自我本身的能

力，以避免在運動中受傷的風險。

二、場地設施

場 地 設 施 是 為 安 全 管 理 的 重 要 議

題 ， 其 場 地 設 施 若 設 計 不 良 、 照 明 不

佳、設施毀損，是為場地設施的風險來

源，大大的提升風險，因此，在進行體

育活動或競賽之前，應事先確保場地設

施是否完善，以降低發生意外事故的風

險。

三、器材

運動器材品質的好壞，是引發意外

事故多寡的重要因素。如使用品質不佳

的棒球棒，在進行打擊時較容易損壞，

而造成意外事故。

四、運動參與者

運動參與者應參酌自我本身的能力

作為從事體育活動的依據，這些依據包

括：技術能力、健康狀況、個人背景、

認知程度等。

體 育 活 動 與 競 賽 之 安 全 管 理 的 處

理與執行

舉辦體育活動與競賽時，行政管理

者需事先完整規劃，現場確實管理，以

避免活動與競賽風險的發生。因此，行

政管理者或學校必須事先掌握各種可能

會發生風險的因子，建立「零風險」的

目標，透過建立完整的風險管理的執行

系統來管理各項活動或競賽（施秀賢、

黃永旺，2010）。從管理的步驟而言，

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指認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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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依據人、事、時、地、物等各種因素

進行分析，找出可能的潛在風險。第二

階段評估風險，須依指認風險的發生頻

率 與 發 生 後 預 計 的 傷 害 嚴 重 性 來 做 評

估。第三階段為選定有效策略，管理者

要根據不同風險的影響程度，作出最適

當的策略。第四階段則是確定執行與定

期評估，確實的依據選擇的策略並加以

執行。因此，透過有效的風險確認、風

險評估與衡量、訂定風險管理之計畫及

選擇風險管理策略等三個層面的規劃，

選擇適用於舉辦活動的執行策略，進而

擬定出一套完整的風險管理計畫，再根

據計畫的內容確實執行，定期評估與修

訂，以達成體育活動與競賽安全管理理

想之「零風險」目標，是校務管理者必

須重視的行政管理權責（蔡秀華、蔡莉

芬，2001）。

體 育 活 動 與 競 賽 之 安 全 管 理 須 建

立安全檢核機制

雖 然 潛 在 風 險 無 法 全 然 的 避 免 ，

但藉由風險管理的方法，歸納出潛在風

險因素，並將其編製成安全檢核表，以

事先評估可能發生的風險，進而加以改

善設施或器材，能確保運動參與者能在

安全的環境下，進行體育活動與競賽。

檢核表內容建議依據活動事項，例如：

活動或競賽的性質、場地設施與活動安

全、運動器材、活動參與者等項目，分

項建立安全檢視注意要點，並規劃專責

檢核人員及複核人員，進行雙重檢視，

將待改進事項詳細列出並限期改進，能

建立良好的運動安全管控機制，確立學

校 體 育 活 動 與 競 賽 應 有 的 安 全 管 理 系

統，達到好的體育行政效能。

結  語

不論是以推崇健康、休閒為初衷的

體育活動，或是以奪牌、追求榮耀為目

標的運動競賽，均應以重視安全為首要

訴求，而「安全」是建立在縝密、周詳

和具體實施的安全管理。管理者除從監

督、活動實施、外在環境與常識判斷等

四個層面來加以思索與判斷，更須做好

風險評估並依據評估結果擬定策略，以

降低風險的損害性。

體 育 活 動 與 競 賽 一 直 以 來 也 是 受

眾人喜愛的活動，學校的體育課、運動

會、籃球賽、排球賽等總是會引起學校

全體師生熱烈的迴響，但在體育活動中

發生受傷是令人遺憾的事件，因此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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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的發生是必要且重要的。從學校行

政而言，要做好事前評估場地完整性、

器材的損害程度，並編列適當預算以維

修場地或購買器材，注意整體流程的順

暢性與人員安排的合理性，且適時提供

教師和學生對於體育活動安全知能提升

的研習與輔導活動，同時更需擬定一套

風險管理流程和應對策略，建立暢通的

通報管道。教師在教學與實施過程，須

注重課程安排的適切性、監督、事前詳

細說明體育活動的安全注意事項，及隨

時注意學生的身心狀況等。在校園安全

通報系統機制方面，除平時上課提供輕

微受傷處理服務、在運動賽會上設置醫

護站，更須了解鄰近醫院所在位置並與

之聯繫，以應付較嚴重與緊急的突發狀

況之發生。體育相關活動雖具有潛在的

風險，但如在活動之前先教導運動參與

有關防範潛在風險的相關知識，指導員

或監督員更能隨時注意運動場地與設施

環境的變化，檢視參與者個人健康情形

與正確器材使用方法，透過充分掌握潛

在風險的因子，應可有效降低意外風險

的發生率，使所有參與者能在體育活動

與競賽中，愉悅的進行各種賽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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